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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深入包豪斯起源地——德国达姆施塔德（Darmstadt）和科隆媒体艺术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
问学习，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
本书第一次以中国的视角重新理解包豪斯的历史功过，认为包豪斯的一切行为与观念都基于其主导思
想“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
它符合设计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产生契合。
包豪斯在设计艺术教育上独特的“双师体系”、“工作室车间制度”、“包雾斯有限责任公司”等行
为也可以得到最终解答，以技术功能、指示功能和暗示功能三重功能的区分，分别对应科技、艺术与
人文等领域，任何设计意图与使用者的接受角度都在这三个层面体现出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如果能够
达到契合，设计艺术品就能够被接受，反之则被排斥，从而形成“科技。
艺术与人文的统一”，以艺书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统一的整体性观念。
触发对未来基于网络和互动技术的新媒体艺术之美的发现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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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宇晖,1974年生,江西余江人,师从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组召集人张道一先生从事造物艺术
理论的研究，2005年-2006年受国家教育部委派赴现代世界设计艺术起源地及包豪斯博物馆的最初地点
——德国黑森林州达姆斯塔德进行“中德设计文化比较”研究，赴科隆媒体艺术大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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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包豪斯之核心观念——“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　　包豪斯学校的师生们曾在建筑、设
计艺术、美术领域创造出了大量的、影响深远的作品，包豪斯学校的教育方式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世
界来说是个首创，至今仍有一部分在笔者观察到的德国达姆施塔德设计艺术学院、中国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和武汉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的基础课堂上沿用。
包豪斯成就的绚烂多彩让人目眩，如果单从现象上解释，把它对现代建筑设计、工业产品设计、现代
艺术和现代设计艺术教育的成就进行分门别类的描述，如同本书在序言中所提及的利光功著的《包豪
斯——现代工业设计运动的摇篮》和德文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以资料为主的文集所言，其结果难以使笔
者感到满意。
难道包豪斯能够在毫无头绪的状态下，像刺猬一样把它的刺伸向每一个方向，却在每一个方向都获得
成就吗?　　事实上，在包豪斯的师生中有一个共同认定的核心观念，他们在这个核心观念的引导下开
展富有创造性的活动才使得包豪斯能够贴近时代并收获颇丰。
笔者认为这个核心观念是格罗披乌斯在1923年明确提出的“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它是贯穿于这些
外在表象的内在线索。
在本章及下一章展开的论述中，本书将试图从包豪斯的产生、发展与延续的历史中揭示这条主线，显
示它的酝酿与形成的过程。
　　在讨论这一观点之前，人们认识到在历史上，这一观念绝非德国的包豪斯学校首创。
至少中国数千年的陶瓷史就已经证明了中国一直在实践着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包豪斯只是在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背景下对“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工作，把这
一观念在现代设计艺术教育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卓有成效的运用，从而创造出符合现代设计艺术期律
的麴教育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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